
《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10568456

10位ISBN编号：7810568450

出版时间：2005-2

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作者：蓝庆元

页数：2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

前言

　　8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少数语言的描写研究、比较研究、语言
使用和语言规划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学科的知识体系。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主要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第六个
五年计划到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主持或参与开展完成的重点课题成果主要有：“六五计划”重点课题
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民族出版社)；“七五计划”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比较
研究》课题成果《苗瑶语古音构拟》、《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孟高棉语族
语言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课题
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
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八五计划”重点课题成果《我国新创与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工作
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中华社科基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九五计划”重点课题成果《中国新发现语言
研究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这些系列研究成果大多围绕某种明确的研究主
题开展，可以大体反映20年来少数民族语言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学科分布和完成成果的基本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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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壮汉关系词的历史层次》的基础上添加材料而成。
    1999年我从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有幸参加丁邦新、孙宏开两位学者主持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接触了50年代以
来我所专家调查的大量的侗台语资料，使我对侗台语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于是想对自己的博士论文
作较大幅度的修改，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只是作了少许修改，添加了语言材料，就交付
出版社出版了。书名改成《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自己感觉还不如原来的好，首先是夸书只讨论壮
语中的汉语借词，并没有讨论汉语中的壮语借词，其次讨论同源词这部分显然所占比例太小，《壮汉
关系词的历史层次》布局一显得不尽合理。这些缺憾只能留待将来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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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概述第二章老借词的语音形式第一节声母的形式第二节韵母的形式第三节声调的形式第三章壮
语中的后中古汉语借词第一节壮语汉借词与平话的渊源关系第二节壮语后中古层次的历史分析第三节
专题讨论一前中古层次的二等韵二前中古层次的三四等介音三深、臻两摄的前中古层次第四章壮语中
的上古汉语对应词第一节端组第二节知组第三节章组第四节影组第五节以母和来母第六节二等与重纽
三等第七节歌2月2元3第八节歌3月3元3第五章借词与同源词第一节词族比较一胞衣一二掩一盖三介一
甲四雾一蒙五执一禽第二节从语音形式判断同源词与借词参考文献附录附录一白土壮语音系附录二上
古汉语音系附录三中古汉语音系附录四近代汉语音系附录五汉语借词总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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